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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背景大屏幕数字化刍议
Ξ

门志平
(陕西理工学院 体育系 ,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 　要 : 将在北京举办的第 29 届奥运会 , 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研究认为 , 背景的演示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应一改过去人工翻动背景本的历史 , 采用超大电子大屏幕背景显示 , 它不仅可以省时、

省力、省费用 , 还具有神奇变幻、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和富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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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uper2Large Electron Screen on Beijing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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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9th Olympic Games , Which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 is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by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pening ceremony performance is one of the crucial and necessary parts. The background show should change its artificial turn2
ing over history a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uper electron screen will be adopted. By writing it , it re2
flects the colorful charm of art and the sense of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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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2008 年承办举世属目的第 29 届奥运会 ,

它是中华民族的盛事。奥运会在中国举办 ,为中国

向世界展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舞

台 ,为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良机。

奥运会开幕式大型表演是一项体育与艺术密切

结合的综合性的集体项目。当今世界性的大型体育

盛会开幕式 ,都将它作为重头戏以渲染气氛、展示国

力、弘扬民族精神 ,为运动会精心创作一个隆重热

烈、振奋人心的序幕。2004 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

圆满成功就给世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国奥组委

已向全国发出征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设计方

案 ,如何设计创编这场开幕式表演 ,突出创新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感觉 ,将是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

我国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上举行大型文体表演

由来已久 ,它发端于 20 世纪初 ,起步于三四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从 1959

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到 2005 年第十届全运会 ,以及

各省市自治区运动会上的开幕式都有大型文体表

演。目前我国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规模越来

越大 ,水平越来越高 ,背景画幅不断增多 ,音乐表现

形式越来越丰富 ,体育与艺术表演结合越来越紧密 ,

表演的范围从地面发展到空间 ,灯光火焰变化莫测

极具魅力。而在表演中背景的运用是一个及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 ,一场开幕式的表演必须与背景密切配

合 ,它能点名主题使表演的范围扩大 ,背景与场内表

演连成一体 ,起美化场面烘托气氛 ,同时还能为场内

表演变化时的过场转换起掩护遮掩的作用 ,把观众

的注意力吸引到背景上去。

组成开幕式背景表演的方法有多种多样 ,我国

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背景表演从第二届全运会到第九

届全运会都采用的是在看台上用人工翻动的背景

本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在欧洲、亚洲一些国家

的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文体表演及庆典活动中也常使

用。另一种是中小型运动会开幕式的背景表演。采

用人手持不同的道具比如 :彩球、花束、帽子、手电筒

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及电子技术

的日新月异 ,在一些大型的文艺晚会、体育运动会开

幕式的表演中已开始尝试运用电子大屏幕作为表演

的背景 ,只不过规模比较小。从开幕式表演的背景

表演历史上看 ,由于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受到当时历

史条件和科技水平发展的限制 ,大部分运动会开幕

式的文体表演都采用了人工翻动背景本来完成 ,它

是到目前为止使用最多效果较好的一种形式。它的

优点是变化多、变化快 ,不仅能组成静止的画面 ,也

能表演形象生动富有动感的活动画面 ,展示场内表

演不易展示的复杂画面 ,但是它使用的成本比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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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背景人数较多一般。一个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背

景台需要翻动背景本的人数在 5 000 - 8 000 人 ,且

训练周期长难度大 ,调动、运作、协调 ,费时、费力、费

钱。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数字化的迅猛发展 ,在超大

型电子屏幕技术方面 ,我国已经具备了生产和操控

大型电子屏幕的生产能力和演播能力。应该说 ,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背景大屏幕数字化表演在产品生产

技术方面、编辑、导演方面是能够实现的。这种背景

其数字化的操纵功能大大加强和丰富了背景显示的

效果 ,增加了显示演播的功能 ,使背景表演更加绚

丽、神奇和壮观。因此 ,笔者认为 ,北京 2008 奥运会

开幕式背景表演应充分利用这个庞大的显示空间 ,

向观众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和灿烂文化。

笔者认为 ,在此次的背景表演中 ,依据现代电子

技术数字化、信息化的特点 ,结合时代的特征 ,一改

过去常用的人工翻动背景的历史 ,在采用超大型电

子屏幕背景时。背景的设计根据透视学原理 ,采用

长方形的巨型背景台 ,背景区的宽度应大于和等于

场内表演场地的宽度。高度应以整个背景看台的高

度为宜 ,这样虽然会减少一部分观众席位 ,但从整体

表演效果考虑 ,场内背景表演区设计高、中、低台阶

式背景台是非常必要的。大屏幕背景的设计可考虑

三种设计形式 ,第一种概括为整体式即整个背景图

案浑然一体 ,气势宏大。第二种是多条状式 ,使电子

大屏幕分割成块各成一体 ,画面有流动感 ,在操作控

制方面 ,每一条状的屏幕上可以独立演示独自的画

面 ,又可同时连成一体 ,形成形式新颖变化转移快的

屏幕。第三种设计为上下两层分层次大屏幕 ,即在

主题屏幕的上方再设计一个电子屏幕 ,形成上方有

主题背景屏幕 ,下方有主体背景屏幕的上下分层结

构式背景。但整体的巨型大屏幕造价比较高 ,如果

要考虑节省表演成本 ,可采用间隔条状式背景屏幕 ,

每个大屏幕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距离 ,条状的背景屏

幕的画面会产生一定的流动感 ,同时也节省了一部

分资金投入。背景设计如果采用上下两层的电子大

屏幕 ,就是在背景画面的上方再衔接一个狭长式屏

幕 ,上方滚动播放一些大会主题词、赞助商的广告、

及赞助商产品标志等。汇集编制一些奥运会的精彩

图片及当今国内外体育明星的运动画面 ,同时编入

一些申奥成功的激动人心的镜头。这样不仅美化了

表演衬景 ,拓宽了表演空间 ,解决了过去人工背景无

法解决的问题 ,表达了前台表演者无法表现的内容 ,

而且从表演形式上增加了科技的含量。使人们感受

到信息时代的特色 ,体现了现代科技与文化表演紧

密结合出的芬芳 ,而下方的主体大屏幕主要用于与

场内表演交相辉映地显示背景图案。

开幕式背景表演的总体构思应与主题密切配

合。要有多层次、多角度、富有立体感和流动感的结

构画面 ,从视觉效果上有高层的、平面的 ,上、下、左、

右的 ,每一段表演紧紧围绕一个主题渲染一种气氛 ,

在此基础上时空跳跃快 ,镜头转换多。最大限度地

扩展了表演的空间 ,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

总之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背景大屏幕数字

化演示势在必行。它的成功运用 ,将会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将会对奥运会大型文体表演背景设计开

创新的局面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应当不断深入

研究和促进这种大屏幕数字化的演示技术不断升

华。

在 2008 年奥运会来临之际组织好开幕式表演

的方案设计 ,集思广益 ,创编出光彩夺目 ,富有创意

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以实现举办一届“人文奥

运”和历史上最出色的奥运会。向世界奉献一台比

历届奥运会开幕式表演都出彩的开幕式。体现

2008 年崭新的奥运 ,崭新的北京 ,崭新的中国 ,崭新

的时代 ,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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